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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
參與的影響—基於政務短視頻的	
有調節中介效應分析

謝澤杭、于晶

摘要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政治傳播渠道更為多元，線上社交媒

體，尤其是政務短視頻平台，逐漸成為制度化政治參與新路徑。為洞

察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本研究基於

強化螺旋模型，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政治效能感

為調節變量，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研究發現，高政治效能感

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政治認同在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下均可對制度化

網絡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且中介效應的影響程度大於直接效應。

對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治認同必須在政務短視頻感

知有用性這一中介作用下方可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研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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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務短視頻是公權力對技術賦權邏輯的優化，即由政黨作背書，

為新生代農民工構築穩定安全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平台。這一方面

有利於消解資本邏輯下算法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信息繭房」等不良

影響，儘可能實現更廣泛的參與，另一方面有助於維護穩定的輿論生

態，防止短視頻算法邏輯下產生的「群體極化」現象。研究結果支持了

強化螺旋模型，認為該模型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本身屬性的影響，內

容信息本身、媒介的互動機制難易程度，都會對強化螺旋模型的有效

性產生影響。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政務短視

頻、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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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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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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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the channel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In addition, online social 

media, particularly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continue to emerge as 

new avenues for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identity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applied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d a strong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had positive direct and 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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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weak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identity 

positively influenced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s 

repres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by a 

public authority endorsed by a political party that constructs a stable and secure 

platform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institutionalized network politics. On one hand, it is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ouse”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 capital logic and the algorithmic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widest possible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elps maintain a stable 

public opinion ecology and prevents “group polariz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short video algorithms. Although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they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is affected by the attributes of the media. 

The cont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interacting with media may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inforcement spiral model.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identity,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polit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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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對政治認同的討論自古有之，古代中國既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

重要命題，也有「人存政興，人亡政息」的政治經驗，實際上都在探討

政治認同問題（桑玉成、梁海森，2017）。政治認同常與制度化政治參

與一同出現，以往研究常將制度化政治參與作為自變量、政治認同作

為因變量，以考察政治行為對態度的影響；也有研究從相反的視角出

發，探索態度本身對行為的影響。政治認同是認同問題在政治領域的

表現，是社會成員對其政治身分的明確以及對所在政治共同體心理上

的認可和情感上的依附（徐家林、張茜，2020），是凝聚共識、形成有

效制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保證，對於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有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高永久、楊龍文，2022）。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傳播系統趨於多樣化。政治傳播逐

漸由傳統媒體轉向線上社交媒體，使得線上社交媒體成為制度化政治

參與的新場域。短視頻平台作為社交媒體的一個重要分支，逐漸引起

政府機構的關注。隨著政府機構紛紛入駐短視頻平台，政務短視頻已

悄然成為新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以往嚴肅的政務信息以更為生動

的短視頻形式呈現，評論、直播互動等方式豐富了普通受眾制度化政

治參與途徑。那麼，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當下，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

絡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發生了變化？它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

繫？這些都是以往研究尚未關注的議題。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直接／間接影響或試圖影響政府的行為（Verba et 

al., 1995）。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納爾遜（Joan Nelson）（1989）

認為，政治參與可以分為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兩類：前者屬於常

規政治的範疇，通常是一國政治制度下合法的常規性參與管道，後者則

往往與社會運動、大眾反抗等概念聯繫在一起，代表合法或非法的政治

抗爭或極端行動（寧晶、孟天廣，2019；王衡、季程遠，2017）。目前關

於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界定眾說紛紜，但是否通過官方渠道開

展政治參與是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區分方式（寧晶、孟天廣，2019；

王衡、季程遠，2017）。因此，本研究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強調公民

通過互聯網上的政府官方渠道，即政府網站、兩微一端（即微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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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聞用戶端。微博類似於Twitter；微信則是一種即時通訊軟件，類

似於WhatsApp；新聞用戶端是專門用於提供新聞的手機應用程序）及

政務短視頻等，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行為，如利用政務短

視頻發表與政治議題有關的建議意見、發表政治熱點評論、維權等等。

許多研究探討了中國公民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如中國公民制度

化網絡政治參與法律規制面臨的困境與出路（王明生、馬維振，2020）； 

少數民族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要因素、困局與路徑（劉娟、張國

軍，2014）；中國公民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現狀及保障對策（楊福忠、

姚鳳梅，2012）等。但弔詭的是，豐富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卻沒有同

樣豐富的定量實證研究。已有的中國民眾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多為偏

思辨的闡釋性研究，這導致研究結果可能因為主觀性而受到詬病。少

數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定量研究多聚焦青年或大學生群體，因為相

較老一輩而言，他們受到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影響更深（黃欣欣，
2022）。相關研究發現包括社交媒體偶遇式新聞接觸對青少年潛在政治

參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黃欣欣，2022）、信念型和利益型動機是民族

地區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張濤、楊麗，2019）等

等，但尚未有研究聚焦同樣值得關注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新生代農民工指「1980年及之後出生的、進城從事非農業生產六個

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戶籍地在鄉村的勞動力」（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袁瀟，2019：11–13）。為何研究新生代農民

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是必要的？首先，非工非農的「第三種戶籍」的

農民工群體已成為社會結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李強，2019），其

制度化政治參與應當得到更多關注。其次，與老一輩農民工不同，新

生代農民工伴隨著互聯網一同成長，媒介在其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烙

印。網絡提供多元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社交媒體則通過刺激政治

興趣，降低參與成本（Brundidge, 2010）、簡化參與方式（Willnat et al., 

2013），提高公眾在政治活動中的捲入度（張明新、黃欣欣，2022；
Barry, 2001; Norris, 2001）。但現有研究卻忽略了在時代轉型中，新生

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僅有的相關研究停留在政

務微博、微信剛剛興起，而政務短視頻尚未出現的2016年，且僅用描

述性統計方法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對網絡問政的態度（蔣琳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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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渠道及短視頻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政治參與難度。不同於政務

微博、政務微信，政務短視頻自2018年誕生伊始，就極具自身特

色—簡短、生動、權威且不乏趣味性，使政務新媒體一改往日嚴肅

的形象。政務短視頻是黨政機構在短視頻平台上所開設、發布政務信

息的賬號（馬亮，2019），用戶無需閱讀冗長的文字，評論亦不需要經

作者精選後才可發布，簡單易懂的流媒體形式和推送機制讓政務短視

頻的傳播更為廣泛，參與互動的方式也更為便捷。通過政務短視頻的

評論區、私信區或轉發到自己賬號並評論的方式，表達政治觀點、開

展網絡維權，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形

式。因此，政務短視頻作為新生代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形式，

具有很強的研究代表性。

本研究將聚焦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在關注其政治效能感個體

差異的同時，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探尋新生代農

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從而了解政務短視頻在

這一群體中的傳播效果，並從個體特質和媒介影響雙視角解答如何調

動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政治生活積極性的問題。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基於強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本研究通過文獻回

顧探討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並將政務短視頻

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由此提出研究

假設。

強化螺旋模型

強化螺旋模型最早由Slater（2007）提出，是一種描述人們行為、信

念和態度如何與媒體使用相互影響並逐漸增強的理論框架。通過把媒

介選擇和媒介效果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強化螺旋模型將媒介使用

建構為一個動態的、內生的過程（Slater, 2014）。如圖一所示，強化螺

旋模型包含兩個基本假設（鍾智錦、廖小歐，2022）：一是，媒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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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充當結果變量又充當預測變量，媒介使用既受社會語境和個體特 

徵（如態度、行為等）影響，反過來又會影響個體態度和行為（Slater & 

Rasinski, 2005）；二是，選擇性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接觸的效果構成了一

個動態持續的過程，質言之，人們的個人信念、態度和行為會影響他

們選擇和解讀媒體內容的方式，而他們通過媒體接觸到的信息反過來

又會影響他們的信念、態度和行為。這就形成了一個反覆強化的循

環，或者說螺旋（Slater, 2014）。

圖一　強化螺旋模型（Slater, 2007, p. 284）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務短視頻使用同樣可能存在強化螺

旋模型所提出的假設，政治認同可能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務短視

頻的感知有用性，而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又可能會進一步引發其

信念、態度、行為的變化，產生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以此循環往

復，促進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

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政治認同是個體對政治體系及其運作的認可，包含體制認同、政

黨認同、身分認同、文化認同、政策認同、發展認同等多個維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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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2009；詹小美、王仕民，2013），這一認同

情感直接影響了個體的政治行為和態度，從而影響政治穩定與發展（蘭

君、張旭，2014）。如果缺乏政治認同，則可能會阻礙個體的制度化政

治參與（Kim & Hyun, 2017）。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政治認

同更容易受到體制完善性、政黨歸屬感、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價值觀

念變革、政策完善程度和人民利益需求滿足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李奮生等，2016）。

實證研究支持了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正相關的邏輯。例如，Fowler

和Kam （2007）、Huddy（2003）的研究發現，公民對政治組織或團體的

認同度越高，他們就越傾向於採取與該組織或團體相一致的行為。而
Weinschenk等人（2021）的研究也證明，高度的政治認同感可以激發公

民的主體意識，從而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話題討論。而在中國語

境下，張意濃（2020）的研究發現，政治主體、規範、程序認同與制度

化政治參與行為，如參與居委會投票、使用熱線等媒介評價政府等，

彼此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性。

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可能同樣存

在正向相關。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輩農民工而言，能更熟練使用社交

媒體和其他線上平台，因此更可能採用社交媒體作為制度化政治參與

渠道，例如發表政治觀點、參與政策討論，或是了解關於政府的信

息。政治認同感有可能進一步驅動他們進行網絡政治參與。如前文所

述，由於認同感可以促使個體與他們所認同的政治實體的行為保持一

致，那麼新生代農民工在感受到更強烈的政治認同感時，可能更願意

在網絡上表達與其認同的政黨或政策的支持，或是積極參與到網絡上

的政策討論中。這種參與行為不僅是他們對政策、政黨或政府的支援

的體現，也是他們對自己權利的行使，通過網絡平台參與到公共議題

的討論中，他們能夠更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需求。因此，新生代農

民工的政治認同可能會直接影響他們在網絡上的政治參與行為。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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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根據Davis等人（1989）的定義，感知有用性是指個體認為使用特定

系統會增加其工作績效。達爾（Robert Dahl）和斯泰恩布里克納（Bruce 

Stinebrickner）（2012）在《現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中

提出，政府發起的政治活動有用性是需要從是否實現個體和集體兩方

面利益來考察。由政務短視頻的政府主體性可知，運營政務短視頻可

以被視為一種由政府發起的政治活動，其感知有用性同樣可以從是否

實現個體和集體兩方面利益進行考察。在個體利益方面，新生代農民

工可能會評估政務短視頻是否提供了他們所需並對自身權益有益的信

息，比如，就業信息、勞動權益保護的相關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對他

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產生積極影響的信息。在集體利益方面，新生代

農民工可能會關注政務短視頻是否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監督公權

力，以及有效反映和解決他們這個特定社會群體的共同問題和關切。

對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中介作用的研究需從兩個角度切入。首

先，政治認同影響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由強化螺旋模型可知，個

人自身的信念態度會引起其媒介使用的感知，如對某一政黨有強烈認

同感的觀眾，更傾向於選擇支持這一政黨的電視節目，因為他們會認

為這對於自身獲取信息是更有用的（Bou-Hamad & Yehya, 2016）。
Stroud（2010）將其定義為黨派選擇性曝光（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指人們往往很容易更願意相信，他們所支持的政黨的媒體會有更強的

有用性。以上實證證據證明了政治認同與媒介使用感知有用性之間的

關係；具體到本研究中，感知有用性是個體系統使用心理的重要考察

維度，對於政務短視頻而言，由於其特殊的政務屬性，一經出現便被

貼上「官方標籤」，受眾很自然將其與黨和政府掛鉤，因而受眾對政務

短視頻的感知便很容易受其對政治體制的感知所影響。有較高認同度

的新生代農民工，往往認可有官方屬性的政務短視頻，更願意在政務

短視頻上搜集與經濟、制度等方面利益訴求相關的有效信息。在新生

代農民工群體中，很可能也存在該效應，即更高政治認同的農民工有

更高的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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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這一問

題實際上關注的是傳播效果，即強化螺旋模型所指出的媒介使用對個體

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受眾維度的傳播效果研究一直以來都沿用心理學

中的從認知、態度到行為這一路徑來判斷媒體信息對於受眾的影響，而

網絡信息傳播效果「認知－情感－行為」階梯模式理論亦已得到廣泛運

用（羅瑩、劉冰，2009）。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

參與是一個從認知到行為的遞進過程。李占樂和魏楠（2020）通過對62

篇實證研究文章進行元分析，發現受眾對網絡政治參與平台的感知有用

性（包括滿足他們獲取政務信息和參與政治活動的個人需求，以及對社

會公正和公共利益的貢獻），與中國公民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

向相關。于晶、謝澤杭（2020）綜合利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灰

色統計法和層次分析法構建政務短視頻傳播效果評價指標體系，認為政

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受眾對政務信息的轉發、評論等維度上的制度化

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有重要影響。政務短視頻作為新的網絡政治參與平

台，是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官方渠道開展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新途徑。

新生代農民工觀看政務短視頻時，他們的感知有用性不僅來自信息本身

的質量和相關性，也包括該信息如何滿足他們的個體和集體利益。在

個體層面，政務短視頻通過提供與他們生活、工作緊密相關的信息，滿

足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具體需求。例如，政務短視頻提供的法

律、政策信息，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獲取生活服務等。

在集體層面，政務短視頻通過發布公共政策、社區活動、農民工權益等

信息，有助於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理解和參與集體活動，進一步增強他

們的集體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例如，關於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政務短

視頻，可能會引起新生代農民工的共鳴，促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到保護

農民工權益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活動中去。對於認為政務短視頻有

用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更可能在網絡上參與政治討論、發表自己的觀

點，甚至參與政治決策。他們可能會通過轉發、評論政務短視頻來表

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訴求，從而成為網絡政治生態的積極參與者。因

此，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不僅是技術或信息

傳遞效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視頻能夠如何滿足他們的個體和集體

利益需求，以及如何促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網絡政治活動。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5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綜上所述，政治認同可能影響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政務短視

頻感知有用性亦可能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 新生代農民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在政治認同和制度化網

絡政治參與之間起中介作用。

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Campbell等（1954）最早給出了政治效能感的經典定義：個人對自

己影響政治和社會方面能力的感知與評價。Lane（1959）進一步將政治

效能感分為內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與外部政治效能

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前者為公民對自己理解政治或參與政治

活動能力強弱的感知，後者則強調個體對現存政治系統的評價。不同

個體的政治效能感存在較大差異，它作為公民對自身政治活動能力感

知的重要屬性和衡量個人對政治系統回應性的關鍵維度，很大程度上

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因此，在政治認同對制度

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研究中，對政治效能感的考量是必不可少的。

已有對中國公民選舉參與的研究（鄭建君，2019）證明了政治效能感

對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正向影響。Chan等（2016）探求中國大陸、台灣、

香港三地學生移動社交媒體對其政治參與影響時，將政治效能感作為中

介變量，證明政治效能感在社交媒體使用與線上線下政治參與關係中的

中介作用。除了將政治效能感作為自變量或中介變量使用外，近年來國

外諸多研究也將其作為調節變量來考察，如Nah和Yamamoto（2020）在

研究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m）、政治討論（political discussion）和公眾

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三者關係時，引入政治效能感這一概念，發現

政治效能感較高的人，政治討論與公民參與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更強，從

而證實政治效能感對政治參與具有調節作用。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不僅可能發生在

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直接效應中，亦可能存在於政務短

視頻感知有用性影響的中介效應下。網絡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新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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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參與方式，其特性和制度化政治參與有所不同。網絡政治參與的門

檻更低，公民可以通過評論、轉發、點讚等簡單的操作參與政治討論

和行動，這使得網絡政治參與對政治效能感的要求不如制度化政治參

與那麼高。但是，政治效能感仍然在網絡政治參與中起到關鍵作用。

首先，政治效能感高的個體更可能認為自己能夠理解並影響政治，這

使他們更有動力在網絡上參與政治討論和行動。其次，政治效能感高

的個體對現有政治系統的評價更高，他們更可能認為網絡政治參與是

一種有效的政治參與方式，從而更積極地參與。

此外，政治效能感也可能調節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

政治參與的關係。政治效能感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更容易認識到政

務短視頻的有用性，因為他們更可能認為這些視頻提供了有價值的政治

信息，並能通過網絡進行制度化政治參與。這可能使他們更積極地進

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從而加強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

政治參與的關係。反之，政治效能感低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更難認識

到政務短視頻的有用性，這可能使他們在網絡上的政治參與程度較低，

從而削弱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a：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的直接影響中起調節作用。

H3b：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

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中起調節作用。

最後，基於上述四個研究假設，構建如圖二所示研究假設模型。

圖二　研究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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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已有成熟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德爾菲法設計調查問卷，

建構研究模型，採用滾雪球方式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發放問卷，進

行資料獲取。

問卷設計與模型建構

研究通過調查問卷形式獲取資料。基於上述研究基礎，設計包含4

個核心變量、11個測度項和43個具體題項的初始問卷。為保證問卷內

容效度，研究測度項及題項均改編自現有較為成熟且認可度較高的研

究。但由於現有的成熟量表中，一些問項很可能不大適合出現在對新

生代農民工的問卷中，或需對提問內容作較大調整。為進一步保證內

容效度，本研究邀請覆蓋高校、科研院所、黨政機構在內的25位政治

傳播領域專家，運用德爾菲法再次優化問卷。具體操作如下：首先，

我們邀請五位專家審閱問卷核心變量、測度項和具體題項，對初始問

卷進行修改，確保具體題項能反映所屬測度項，測度項能反映所屬核

心變量，同時保證提問合理、有效。專家審閱後，文章刪去了多位專

家認為不適宜向新生代農民工提問的「政治認同」量表中涉及特殊歷史

事件及「政治運動」的四個問題。經刪去、調整後，本研究得到包含4

個核心變量、11個測度項和39個具體題項的問卷x1。接著，我們邀請

所有25位專家對問卷x1具體題項重要性打分，重要性程度採用李克特

五級量表，1至5分別表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

要」、「非常重要」。問卷最後附有「需要補充的指標」。

本研究通過構建灰類白化函數，歸納統計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所

屬灰類，加強對問卷題項重要性程度的認知。本研究將統計灰類依次

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構建具體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如

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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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具體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設 fK(ij)為第 j項指標的重要性程度為 i的白化函數值，K指灰類數

（等級數），即K = 1、2、3；dij 指第 j項指標的重要性程度的分值為 i；j 

= 1、2、…、39，i = 1、2、3、4、5。

當K = 1時，灰類等級「低」，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1 

(ij)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1）

當K = 2時，灰類等級「中」，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2 

(ij)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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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K = 3時，灰類等級「高」， 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3 

(ij)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3）

設第 j項指標屬於第K個灰類的決策係數（即灰色統計數）為ηK(j)，

評價第 j項指標重要性程度為 i的專家數量為n(ij)，第 j項指標重要性程

度為 i的白化函數值為 fK(ij)，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4）

我們將25份的專家打分整理後，運用公式（1）、公式（2）、公式（3）

對調查對象關於各項初始題項重要程度的分值進行計算，通過公式（4）

最終得出39項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灰類決策係數，並得到各項初始

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灰色決策向量｛η低，η中，η高｝，以此判斷各項初始題

項重要性程度。

本研究運用灰色統計法進行指標的篩選，將重要性程度較弱的初

始題項剔除（如「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集體利益」維度刪去了「政

務短視頻有利於維護基層民主」〔政務短視頻還未深入基層〕；「個體利

益」維度刪去了「政務短視頻所發布的信息能讓我感到放鬆」〔與主題關

聯度較低〕等）。根據調查對象回饋意見，我們適當增補個別具體題

項，再次調整部分題項表述。本研究最終確定了如表一所示包含4個核

心變量、11個測度項和35個具體題項的問卷。問卷還涵蓋性別、年

齡、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問

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方式設問，1至5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

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其中部分問項採用反向賦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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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核心變量測度項、題項及來源

變量 測度項 題項 來源

政治認同
（PI）

Cronbach’s α 
= .80

體制認同（IN）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力推
動了中國發展。

房寧等，2013

中國當前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充分體現了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政黨認同（PP）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中國的發展
極為重要。

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和多黨合作制度，
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極為重要。

採用多黨競爭制度更有利於中國發展。

身分認同（ID）

作為中國人，我很自豪。

在國外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時，會
鄭重地說明自己是中國人。

公民的身分對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

個人的民族身分不應該被忽視。

文化認同（CU）

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個人具有很大影響。

在全球化影響下，文化的多元性比文化
的本土性更重要。

我認同黨和政府強調的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

政策認同（PO）

黨和政府的政策，比較符合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發展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曾有政策存在
決策失誤。

中央的重大決策能夠在全國全面執行。

發展認同（DE）

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正確選擇。

國家的發展與我關係不大。

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找到了適合本
國發展的道路。

政務短視頻
感知有用性

（PU）
Cronbach’s α 

=.85

個人利益（PE）

政務短視頻讓我獲得有用的政務內容和
信息。 

Davis et.al., 1989; 
達爾、斯泰恩布里
克納，2012；謝澤
杭、于晶，2020

政務短視頻有助於我政治素養的提升。

政務短視頻能滿足我在政務領域的特定
需求。

集體利益（GR）
政務短視頻有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政務短視頻有利於監督公權力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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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測度項 題項 來源

政治效能感
（PE）

Cronbach’s α 
=.83

內部效能感（IE）

像我這樣的農民工也可以影響到政府 
決策。

Niemi et al.,1991; 
John & Michael, 2010;
史為民等，2012；
張濤、楊麗，2019

和周圍人相比，我有能力通過網絡把信
息傳播給更多人。

有時候政治上的事情很複雜，像我這樣
的農民工很難理解。

外部效能感（EE）

政府能夠公開徵求農民工意見。

政府能夠及時回應農民工訴求。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能夠發揮網絡輿論
作用，影響政府行為與決策。

制度化
網絡政治參與

（PP）
Cronbach’s α  

=.85

參與行為（PB）

我會在政務短視頻評論區發表關於政治
熱點的評論。

于 晶、謝 澤 杭，
2020；黃少華等，
2016

我會轉發涉及政治熱點的政務短視頻。

我會積極參加政務短視頻發起的與政治
有關的討論與投票。

我會利用政務短視頻私信等功能進行網
絡維權。

我會主動發布政治熱點的短視頻並＠政
務短視頻。

根據上述德爾菲法，本研究構建如圖四所示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

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模型」。其中，政治認同包含「體制認

同」、「政黨認同」、「身分認同」、「文化認同」、「政策認同」、「發展認

同」六個測度項；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包括「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

兩個測度項；政治效能感涵蓋「內部效能感」、「外部效能感」兩個測度

項；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在本研究中通過「參與行為」進行測度。在德

爾菲法中，專家認為測度項均能較好反映變量情況。如前文所述，相

比於政務微博、微信，政務短視頻更受新生代農民工歡迎，是新生代

農民工目前最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渠道。所以，對政務短視頻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測量，能夠較好反映當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制度

化網絡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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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模型

數據採集

研究者曾於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在滬農民工中開展長達一年

的民族誌研究（于晶、謝澤杭，2021）。基於前期農民工研究基礎，本

研究從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入手，採用滾雪球方式線上發放、收集問

卷。具體路徑為：（1）直接通過微信向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發放問卷；

（2）由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幫忙，將問卷轉發至朋友圈和其所在的農民

工微信群；（3）在農民工幫助下滾雪球式多人多次轉發。

問卷首先對本研究的新生代農民工範圍做出說明，並對政務短視

頻進行解釋，設置問項「我是／否訂閱過政務短視頻」，填寫「是」的、

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界定的方可填寫問卷，從而確保新生代農民工樣本

為政務短視頻使用者。 調查時間為2021年6月5日至2021年7月20

日，共收回問卷659份，剔除填答時過短等無效問卷47份，本研究收

集到有效問卷612份，樣本基本信息如表二所示。樣本情況與國家統計

局（2021）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大致相符，同時發現新

生代農民工群體呈現出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專為主，總體上高於傳

統農民工群體、中共黨員比例較高等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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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樣本基本信息匯總表
1

基本信息 題項 樣本數 所佔百分比

性別
男 335 54.74%

女 277 45.26%

年齡 2

< 18歲 29  4.74%

18–25歲 193 31.54%

26–35歲 251 41.01%

36–41歲 139 22.71%

民族
漢族 580 94.77%

少數民族 32  5.23%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38  6.21%

非中共黨員 574 93.79%

受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69 11.27%

初中 185 30.23%

高中或中專 321 52.45%

大專和本科 37  6.05%

職業類型
工業 295 48.20%

服務業 317 51.80%

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具體題項對測度項、測度項對變量的反映程度，本

研究在AMOS 25.0中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在結構效度方面，測量模型呈現出良好的適配度：就絕對適配度

指標而言，CMIN/DF = 1.50（p < .001）、AGFI = .96、SRMR = .04、
RMSEA = .03，CMIN/DF（minimum discrepancy function by degrees of 

freedom divided）理想值應小於3，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一般在 .90至1.00之間屬良好（Hair et al., 2009），SRMR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理想值應小於 .08，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理想值應小於 .06（Hu & Bentler, 1999），以上數

值在本研究中均呈現良好。就增值適配度指標而言，NFI = .95、RFI = 

.94、 IFI = .96、TLI = .95，NFI（normed fit index）、RFI（relative fit 

index）、IFI（incremental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這些指標

的值越接近1越好，一般來說，如果這些指標的值大於 .90，就可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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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型的擬合度是良好的（Kline, 2011），本研究中這些指標的值均 

大於 .90，屬良好。就簡約適配度指標而言，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ECVI（expected cross-

validation index）值相對其他模型比較時，比獨立模型和飽和模型對應

值小的模型更優（Bollen, 1989）。本研究中，AIC、BIC、ECVI均小於

獨立模型和飽和模型的對應值，所以是良好的。

在聚斂效度方面。如表三所示，首先，測度項與變量之間的因子

負載在 .69至 .93之間，具體題項與測度項的因子負載在 .68至 .90之

間，均大於 .50，處於十分理想的水準（侯傑泰等，2021）。其次，各潛

變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均大於 .50，組合信度（CR）均大於 .70，

說明聚斂效度理想（侯傑泰等，2021）。

表三　各潛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負載、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及組合信度CR表

變量 測度項（潛變量）標準化因子負載 題項 標準化因子負載 AVE CR

政治認同

體制認同（IN） .93

IN1 .73

.56 .79IN2 .69

IN3 .81

政黨認同（PP） .81

PP1 .83

.63 .87
PP2 .76

PP3 .81

PP4 .78

身分認同（ID） .69

ID1 .68

.58 .80ID2 .82

ID3 .77

文化認同（CU） .75

CU1 .76

.66 .86CU2 .81

CU3 .87

政策認同（PO） .90

PO1 .88

.65 .85PO2 .79

PO3 .75

發展認同（DE） .87

DE1 .75

.59 .81DE2 .76

DE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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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測度項（潛變量）標準化因子負載 題項 標準化因子負載 AVE CR

政務短視頻
感知有用性

個人利益（PE） .84

PE1 .78

.69 .87PE2 .83

PE3 .88

集體利益（GR） .89
GR1 .90

.77 .87
GR2 .86

政治效能感

內部效能感（IE） .88

IE1 .76

.56 .79IE2 .78

IE3 .70

外部效能感（EE） .91

EE1 .86

.70 .88EE2 .80

EE3 .85

制度化網絡
政治參與 參與行為（PB） .90

PB1 .87

.67 .91

PB2 .75

PB3 .77

PB4 .80

PB5 .90

表四　AVE的平方根與潛變量間的相關係數

IN PP ID CU PO DE PE GR IE EE PB

IN .75

PP   .41
**

.80
**

ID   .37
**

.40
**

.76
**

CU   .37
**

.31
**

.40
**

.82
**

PO   .50
**

.48
**

.45
**

.39
**

.85
**

DE   .44
**

.40
**

.43
**

.37
**

.37
**

.77
**

PE   .41
**

.50
**

.48
**

.36
**

.38
**

.40
**

.83
**

GR   .29
**

.31
**

.27
**

.39
**

.30
**

.33
**

.40
**

.88
**

IE   .10
**

.17
**

.19
**

.12
**

.12
**

.17
**

.10
**

.12
**

.75
**

EE   .12
**

.16
**

.19
**

.13
**

.15
**

.11
**

.17
**

.19
**

.46
**

.84
**

PB   .25
**

.30
**

.29
**

.27
**

.28
**

.27
**

.21
**

.20
**

.10
**

.13
**

.82

註：**
p < .01，對角線數值代表各測度項（潛變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的平方根，兩兩測

度項（潛變量）間的數值表示其相關係數。IN：體制認同；PP：政黨認同；ID：身分認同；
CU：文化認同；PO：政策認同；DE：發展認同；PE：個人利益；GR：集體利益；IE：內部

效能感；EE：外部效能感；PB：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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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效度是測量不同變量的測度項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性程度，可

以通過比較AVE的平方根與變量間的相關係數進行檢驗，當變量AVE

值的平方根大於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係數時，區分效度較高（Chin, 

1998）。如表四所示，各變量AVE值的平方根均明顯大於該變量與其他

變量的相關係數，測量模型的區分效度較高。

研究結果

描述統計分析呈現四個核心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關係，有調節的

中介效應分析則重點考察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及感知效

能感的調節作用。

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政治認同、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政治效能感和制度

化網絡政治參與四個核心變量進行基本的描述統計分析及相關性分

析，結果如表五所示。兩兩變量間均呈顯著正向相關，這為檢驗研究

假設提供了基礎。

表五　核心變量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

平均數 標準誤差 PI PU PE PP

政治認同
（PI）

3.85 .64 1.00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PU）

3.74 .75 .49
***

1.00

政治效能感
（PE）

3.01 .69 .20
**

.10
**

1.00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PP）

3.63 .70 .27
***

.21
**

.12
*

1.00

註：* 
p < .05，**

 p < .01，***
 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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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研究採用Hayes研發的SPSS PRCOESS插件（Model 15）進行有

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在控制性別、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

程度、職業類型等人口統計學變量的條件下，本研究檢驗了政務短視

頻感知有用性在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的

中介作用，以及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

治參與的直接影響中的調節作用，和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務

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中的調節作用。

迴歸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政治認同可以顯著正向影響政務短視

頻感知有用性（β = .40, p < .01, CI = [.33, .46]），亦可以顯著正向影響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β = .63, p < .001, CI = [.30, .70]）。政務短視頻感

知有用性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β = .41, p < .001, CI = 

[.35, .71]）。同時，政治效能感與政治認同的交互項與制度化網絡政治

參與顯著正向相關（β = .24, p < .05, CI = [.20, .32]），政治效能感與政

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交互項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β 
= .25, p < .01, CI = [.17, .52]），說明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

影響，以及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均

受到了政治效能感的調節。

在Model 3中，交互項係數在統計學上顯著，變量政治認同和政務

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係數均非單純數值，而是對政治效能感的線性方

程（李武等，2020）。因此，脫離調節變量直接討論政治認同及政務短

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意義不大。本研究採用
Bootstrapping方法分析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Hayes & Rockwood, 

2017），將政治效能感均值分別加減一個標準誤差，得到低政治效能感

（M-1SD）和高政治效能感（M+1SD）兩組，進行五千次有放回的重複抽

樣，在95%的Bootstrap置信區間內，檢驗不同政治效能感下，政治認

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直接效應的顯著性，以及政治認同經政務短

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中介效應顯著性，並進行簡

單斜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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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迴歸分析結果

因變量
Model 1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Model 2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1

Model 3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2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控制變量

性別 –.01 .38 –.07 .11 –.07 .22 –.04 .13 –.07 .21 –.03 .13

年齡 –.02 .17 –.06 .02 –.02 .16 –.03 .04 –.02 .15 –.03 .05

民族 –.01 .10 –.08 .02 –.05 .17 –.02 .06 –.05 .18 –.03 .06

政治面貌 –.05 .01   .04 .06 –.05 .00 –.04 .06 –.05 .00 –.04 .08

受教育程度 –.04 .23 –.07 .03 –.02 .19 –.04 .02 –.02 .19 –.04 .02

職業類型 –.01 .12 –.03 .02 –.04 .18 –.05 .02 –.03 .17 –.05 .02

自變量

政治認同 .40 .00 .33 .46 .63 .00 .30 .70 .60 .02 .28 .66

政務短視頻感
知有用性

.41 .00 .35 .71

政治效能感 .18 .04 .13 .42

政治認同× 
政治效能感

.24 .02 .20 .32

政務短視頻感
知有用性× 
政治效能感

.25 .01 .17 .52

常數 2.62 .00 1.30 2.83 1.89 .00 1.05 1.98 2.03 .00 1.08 2.09

整體擬合指數

R
2

.31 .12 .22

F 17.83
***

5.57
***

9.99
***

註：β表示標準化係數。 ①1＝女性，2＝男性； ②1＝< 18歲，2＝18–25歲，3＝25–35

歲，4＝35–41歲；③1＝少數民族，2＝漢族；④ 1＝非中共黨員，2＝中共黨員；⑤1＝小

學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專，4＝大專或本科；⑥ 1＝工業，2＝服務業。以①–⑥

形式表示的數字，代表對控制變量進行解釋的順序。普通數字代表在進行迴歸時，為每個類

別變量所賦的值，如：女性被賦值為1、男性被賦值2。下文表同

表七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直接效應 中介效應

政治效能感 Effect SE LLCI ULCI Effect Boot SE LLCI ULCI

低（M-1SD） .02 .06 –.14 .10 .18 .05 .09 .20

高（M+1SD） .18 .05 .03 .19 .23 .03 .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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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政治效能感對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關係的調節作用示意圖

圖六　政治效能感對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關係的調節作用示意圖

檢驗結果如表七、圖五和圖六所示。在直接效應中，低政治效能

感（CI = [–.14, .10]）在95%置信區間內包含0，高政治效能感（CI = [.03, 

.19]）則不包含0，且效應為正。在中介效應下，低政治效能感（CI = 

[.09, .20]）和高政治效能感（CI = [.12, .35]）在95%置信區間內均不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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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效應均為正。質言之，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只有在經政務

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下，政治認同才會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

政治參與，而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論是否經由政務短視頻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其政治認同都可以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

參與，但經中介作用後，這種正向影響更為明顯（.18 → .23）。可見，

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對於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重大，而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也值得被討論，尤其是二者共同發

揮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作用機制：政務短視頻本身就是政

府信息發布與回應的渠道，亦是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平台，對於新

生代農民工來說，政務短視頻內容的有趣性與有用性使其願意更多地

選擇、接受政務短視頻和進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這一過程本身就

可以提升政治效能感，而高的政治效能感又能正向影響政治參與，這

一互動過程呈現出多變量間的螺旋式強化作用。

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採用增加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許多研究指出，新

生代農民工所處的互聯網環境和線下環境對其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行

為有一定負向影響，具體包括網絡輿情生態影響（張愛軍、曹騰飛，
2021）、橋接與黏連社會資本影響（黃少華，2018）、村社影響（鄭建

君、馬璇，2021）。將上述研究所涉及的「輿情生態」、「他人影響」、

「村社影響」這三類「外部環境」作為新變量加入迴歸分析中，以控制外

部環境對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代表性題項如：

（1）輿情生態：「我常常關注網上的輿情動態」；（2）他人影響：「我在使

用社交媒體時會在乎他人的線上評論」；（3）村社影響：「我會在乎所生

活的社區／村莊的普遍觀點」。上述題項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測量，從
1至5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這三類因素經探索性因數分

析發現可聚為一類，命名為「外部環境」，量表具有較高信度（α = 

.81），經檢驗亦具有較高的結構效度、聚斂效度和區分效度。最終迴歸

結果如表八所示。該結果與表六迴歸分析結果沒有顯著差異，且交互

項係數保持顯著，證明本研究理論模型是穩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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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增加變量後的迴歸分析結果

因變量
Model 1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Model 2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1

Model 3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2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控制變量

性別   .01 .40 –.07   .11   .08 .23 –.04   .13   .06 .21 –.04   .13

年齡 –.03 .17 –.06   .03 –.01 .17 –.03   .04 –.01 .16 –.04   .05

民族   .91 .09 –.08   .02   .05 .17 –.03   .06   .05 .18 –.03   .06

政治面貌   .06 .01   .04   .07   .05 .00   .04   .06   .06 .00   .03   .08

受教育程度 –.05 .23 –.07   .03 –.03 .19 –.05   .03 –.03 .20 –.04   .02

職業類型 –.03 .12 –.04   .02 –.03 .18 –.05   .02 –.01 .19 –.05   .02

自變量

外部環境 –.20 .00 –.36 –.19 –.24 .00 –.31 –.20 –.22 .00 –.39 –.20

政治認同   .40 .00   .32   .44   .62 .00   .29   .68   .55 .03   .29   .67

政務短視頻感知 
有用性

  .39 .00   .34   .71

政治效能感   .20 .04   .13   .41

政治認同× 
政治效能感

  .25 .03   .21   .33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
用性×政治效能感

  .21 .01   .18   .50

常數 2.69 .00 1.30 2.95 1.88 .00 1.05 1.98 1.97 .00 1.12 2.14

整體擬合指數

R
2

.31 .13 .23

F 17.11
***

5.67
***

9.82
***

註：β表示標準化係數。 ①1＝女性，2＝男性； ②1＝< 18歲，2＝18–25歲，3＝26–35

歲，4＝36–41歲；③1＝少數民族，2＝漢族；④ 1＝非中共黨員，2＝中共黨員；⑤1＝小

學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專，4＝大專和本科；⑥ 1＝工業，2＝服務業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聚焦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基於對其政務短視頻使用的

考察，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探求媒介使用在政治心理、政治

行為中的作用。本研究在理論層面上，為政治認同與制度化政治參與

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來自互聯網情境下的證據，豐富了新生代農民工政

治心理和政治參與行為研究，為媒介效果研究提供實證支持，並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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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延展了強化螺旋模型在政治傳播領域的應用；在實踐層面上，有利

於為更好調動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積極性提供參考。

研究發現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政治認同在直接效應

和中介效應下均可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且中介效應

的影響程度大於直接效應。對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

治認同必須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這一中介作用下方可正向影響制

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我們可將這一研究結果放在當前中國的制度邏輯

下探討，以期為推動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提供路徑。

新渠道下的技術賦權邏輯優化

對於科技與民主的關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99：92）

曾論述道：「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技術和民主關係的問題，即如何把人們

所掌握的技術力量，反過來使用於從事生產的和進行交談的公民的共

識」。在技術賦權的支持下，數字協商民主實踐的場域得以延展，新生

代農民工的政治生活不再是被動接受的消極樣態，而是通過社交平台

積極自我選擇符合個體與集體利益的信息，並主動投身制度化網絡政

治參與中。對此，有學者認為技術進步推動了民主化進程，賦予普通

公民更多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機會（原新利，2019）。但也有學者擔心，

這種技術賦權只是協商結構變遷下的「精英民主」，信息富有者可借助

算法輕易獲取更多信息，提高制度化政治參與意識與民主協商能力，

而弱勢群體可能會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商業化信息中迷失自我，喪失

信息批判能力與協商能力（趙愛霞、王岩，2020）。

回到對研究結果的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設想：政務短視頻是公

權力對技術賦權邏輯的優化，即由政黨作背書，為新生代農民工構築

穩定安全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平台。這一方面有利於消解資本邏輯

下算法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信息繭房」等不良影響，儘可能實現更

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另一方面有助於維護穩定的輿論生態，防止

短視頻算法邏輯下產生的「群體極化」現象。具體到研究結果，高政治

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一定參與政治生活的信心和對現存政

治系統的較高評價，對於這一部分群體來說，政務短視頻的作用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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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並強化其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為他們提供暢

通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引導其有序表達意見、反映問題，既解決

個體矛盾，又為國家治理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借鑒。對於低政治效能感

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缺少有效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路徑，很可能

使其利用線下非常規手段進行意見表達。短視頻作為農民工休閒的重

要方式，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通過中介效應影響其制度化網絡政治

參與，使低效能感新生代農民工在政務短視頻影響下，合法有序通過

評論區、直播間等形式表達觀點，使其從「表達無門」走向「反饋有

道」，從而通過新媒體渠道實現更廣泛的參與，並將國家可能存在的不

穩定因素最大限度轉化至可控。

強化螺旋模型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首先，無論高或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在政務

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下，都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緊

密的正向關係。他們的政治認同感促使他們積極使用網絡平台參與政

治活動，而網絡平台又提供了他們表達政治認同、獲取政策信息的重

要途徑，並根據強化螺旋模型的假設，進而強化其認同的信念態度，

形成正向循環。這也意味著，進一步提高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

工的政治認同感，強化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於促進新生代農民

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強化螺旋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媒介使用與個體的態度、行

為相互作用，選擇性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接觸的效果構成了一個動態持

續的過程，但近年來的實證研究並非均支持該理論模型。首先，關於

政治效能感對媒介使用的影響。鍾智錦、廖小歐（2022）新進的研究發

現，對政治效能具有更積極態度的個體，更有可能去主動接觸公共信

息，而那些原本就對政治效能持消極態度的個體則更容易迴避，從而

不斷擴大公共信息接觸的鴻溝，社交媒體更多扮演著信息獲取工具的

角色，而非激發態度轉變的角色。其次，媒介使用與參與行為的相互

作用。Boulianne（2015）一項有關社交媒體使用與公眾參與的元分析發

現，儘管80%的研究發現了社交媒體使用與公眾參與之間的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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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但只有一半研究的係數是顯著的，追蹤研究報告的顯著係數更少

（26%）。

上述研究結果，是否說明強化螺旋模型在當下已經不再適用？雖

然橫截面研究無法確定因果關係，但本研究為強化螺旋模型提供了一

定實證支撐。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高或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

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均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政務短視頻內容

的有趣性與有用性使新生代農民工願意更多地選擇、接受政務短視頻

並進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更為積極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能夠

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並且強化其對政務短視頻的有用性認

知，進一步形成螺旋式的媒介使用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強化過

程。當然，要確定因果關係，將需要進一步的追蹤研究或實驗研究。

本研究對強化螺旋模型驗證的解釋，可以回到政務短視頻這一媒

介的特殊性，從而以小見大，剖析強化螺旋模型的適用範圍。一方

面，政務短視頻一大優勢便是圖聲文的多維度融合，進一步調動受眾

感官體驗。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對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在中介

變量「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會產生更為正向的結果。從政

務新媒體內容生產主體來思考，「感知有用性」的達成需要短視頻作品

在內容維度上的支持，其最核心的部分在於滿足公眾個體和集體兩方

面的利益需求。基於此，不僅是高政治效能感的群體能夠更好利用政

務短視頻，低政治效能感的群體亦可以被吸引，從而奠定政務短視頻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受眾基礎。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平台的互動性

增加了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技術便利，在互動的同時又可以提升參

與者的政治效能感，特別是在雙向互動暢通的情況下，好的內容生產

吸引更多的受眾關注並參與互動，政府方及時回應，引發更高品質的

溝通過程，形成良性循環，雙向促進。政務短視頻自身所提供的評

論、轉發、私信等互動功能，大大降低了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難度，

參與政治生活的門檻大大降低，這為媒介使用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的相關關係注入了強大力量。綜上所述，強化螺旋模型很大程度上受

到媒介本身屬性的影響，內容信息本身滿足公眾利益需求的程度、媒

介的互動機制難易程度，都會對強化螺旋模型的有效性產生影響。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7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本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問卷採用滾雪球方式進行，並非隨

機抽樣，這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存在局限。二是研究僅選取政務短視

頻進行分析，研究結論是否適用於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其他政務新

媒體仍有待進一步檢驗。三是政務短視頻目前出現了以直播間形式開

展的網絡問政，但由於這種模式仍處於探索階段，運用不夠廣泛，研

究樣本基本沒有參與，故研究未將其納入考察，今後該模式是否具有

持續性，是否能成為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衡量指標，仍需持續

關注。

註釋

1. 問卷具體題項包含相應解釋，如在「職業類型」題項後附上對工業和服務
業的解釋：「工業（建築行業；輕紡工業：食品、飲料、煙草加工、服裝、
紡織、皮革、木材加工、傢俱、印刷等；資源加工工業：石油化工、化學
纖維、醫藥製造業、橡膠、塑膠、黑色金屬等；機械、電子製造業：機
床、 專用設備、 交通運輸工具、 機械設備、 電子通訊設備、 儀器等
……）。服務業（住宿業、餐飲業……）」。問卷的解釋亦參考了《2020年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因篇幅有限，不一一列舉。本研究的服務業主要
指餐廳服務員、保潔員等低端服務業。

2. 為保證樣本資訊匯總後有各類人群所佔比例等可參照的依據，研究對年齡
的賦值參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以25歲
及以下為第一個分類，之後每十年為一個年齡分類。由於本研究聚焦新生
代農民工，具有特殊性，故將未成年農民工單獨分為一類。此外，根據前
文國務院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劃分標準「1980年及之後出生」，本研
究發放問卷時年齡最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為41歲，故最後一類截至41歲。
表中對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型等分類亦有參考《2020年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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